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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到

2030 年，全球仍将有超过 10 亿青少年

（10~24 岁）生活在健康条件堪忧的国

家。HIV 感染 / 艾滋病、早孕、不安全

性行为、抑郁、营养不良以及伤害等是

威胁青少年群体健康的重要问题。

这是前不久第二版《柳叶刀》青

少年健康重大报告做出的预测。

“全球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正处

于关键转折点，过去三十年来相关进

展喜忧参半。”该报告联合主席、美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Sarah Baird 表

示，虽然烟草和酒精使用率有所下降，

中等及高等教育参与率不断提升，但在

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超重和肥胖率在

过去30 年间激增八倍之多。

同时，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带来的负担也日益加重。此外，气候

变化、地区冲突以及向更加数字化世

界的快速转型等全球新挑战，可能进

一步加剧当今青少年所面临的困境。

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是全世

界都要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

改善进程遭受挫折

2016 年《柳叶刀》发布了首个青

少年健康重大报告。历经 10 年，全球

在教育以及降低吸烟率、酒精使用率

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然而，由于 COVID-19 的冲击以

及长期资金短缺，青少年健康许多领

域的改善进程遭受挫折。

此次最新报告基于 2021 年全球

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指出，目前全球超

10 亿青少年生活在健康条件堪忧的

国家。在这些国家，一些可预防、可治

疗的健康问题，如 HIV 感染 / 艾滋

病、早孕、不安全性行为、抑郁、营养

不良以及伤害等，仍持续威胁着青少

年群体的健康、福祉和发展机遇。

研究显示，2016 年生活在多重负

担国家的青少年略低于 10 亿，这表

明在人口增长的同时，青少年健康问

题的解决停滞不前。

对此，研究预测，若缺乏政治意

愿、政策举措以及资金投入，到 2030

年，全球仍将有超过 10亿的青少年生

活在多重负担、健康条件堪忧的

国家。

报告特别提到，到 2030

年，全球将有近 1/3 的女性青

少年患有贫血，这凸显出当前

应对措施的不足。因为贫血会

导致疲劳、阻碍生长发育和认

知发展，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

造成器官损伤。因此，解决贫血

问题对于保障女性青少年健康

至关重要。

同样，在有可用统计数据的

国家中，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在

过去 30 年间显著下降，COVID-19 大

流行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报告预计，到 2030 年，因精神障

碍或自杀导致的健康生命年损失将

达 4200 万年，而这一数字相较 2015

年增加 200 万年。

此外，报告还预测，到 2030 年，高

收入国家、拉丁美洲以及中东地区将

有 1/3 的青少年面临超重问题，届时

全球超重或肥胖的青少年人数将达

4.64 亿。这反映出当前青少年肥胖防

控措施不力。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持续推动全

球青少年健康与福祉取得进展或是

停滞不前。到 2100 年，非洲青少年在

全球青少年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将从

目前的不到 25%攀升至 46%以上。因

此，非洲青少年健康与福祉的改善进

程，将决定着全球青少年健康与福祉

的整体进展。这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

关注非洲青少年群体的健康需求。”

报告联合主席、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

授 Alex Ezeh 表示。

气候与数字化带来的新威胁

气候变化和全球数字化进程等新

挑战也将对青少年未来的健康与福

祉产生深远影响。

报告指出，当代青少年是将在全

球年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持续

高出 0.5℃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的第一

代人。到 2100 年，19 亿青少年预计将

生活在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2.8℃

的世界中，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健康风

险，例如高温相关疾病、食物与水资

源的质量及可及性下降，以及与气候

事件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

报告还开展了一项新的系统综述

研究，以揭示气候变化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

飓风等突发性气候灾害，还是长期粮

食危机等渐进性影响，都会导致青少

年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和抑郁

等心理健康问题。

报告委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

士 Aaron Jenkins 指出，报告强调了人

类福祉的生态基础，如生物多样性、

环境完整性和气候因素，是青少年健

康的关键要素。这种整体性范式表

明，守护地球健康与培养年轻人的潜

力与韧性密不可分。

“我们首次意识到，并推动实施

具有多重效益的干预措施，同时促进

青少年健康、守护生态完整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以及维护

社会公正，这种综合性协同增效策略

不仅能应对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多维

挑战，更将为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开

辟道路。”Aaron Jenkins 说。

此外，报告还强调了数字化转型

为青少年带来的社交、教育、就业以

及健康促进方面的新机遇。

然而，当前许多关键的社交及情

感体验都在网络空间中发生，这也引

发了对青少年群体成长发展与健康

可能受损的担忧。

尽管数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

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仍存在

广泛争议、因果证据尚不充分，但仍

有必要在“早期保护性措施”与“避免

过度限制数字平台访问而带来伤害”

之间取得平衡。

应成为推动变革的生力军

报告明确指出，当前针对青少年

健康与福祉的资金投入与这一挑战

的严重程度并不相称，资源投入亦未

精准聚焦需求最迫切的优先领域。

数据显示，尽管青少年群体占世

界人口的 25%，占疾病总负担的 9%，

但青少年健康与福祉的相关投入仅

占全球援助资金的 2.4%。

报告的投资回报分析表明，对青

少年群体的健康投资效益与 0~9 岁

儿童相当，且这两类投资回报率均优

于成人群体。

报告对青少年健康领域所面临的

挑战进行探索表明，多方面因素导致

了对青少年健康投入不足，包括全球

与国家层面的相应领导机制、治理体

系以及问责机制的匮乏。

据悉，该报告是首篇在全流程各

个阶段都优先考虑并切实落实青少

年群体参与的全球性重大报告，其撰

写由 10位来自学术界、民间组织及多

边机构的青年委员（年龄 23~35岁）共

同领导。他们的生活经历、研究专长和

领导力塑造了重大报告的工作方向，同

时重大报告设立的“青年解决方案实验

室”则吸引了来自 36个国家的 200多

名青少年参与其中，共同确定关键优

先事项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案。

报告的青年委员 Shakira Choonara

说：“年轻人正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

世界。通过此报告，我们听到了青少

年对自身健康与福祉的各种关切，其

中不少问题令人忧心。”

然 而 ， 机 遇 也 与 挑 战 并 存 。

Shakira Choonara 认为，青少年要积极

行动起来，成为推动变革的生力军，

主导倡议行动，共同制定政策，塑造

人类健康和地球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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